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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连看
闻新

粮食增收，群众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后，有牲口
的社员把牲口集中到一个空闲的院子
里，安排专人喂养。农忙时，这些牲口
就派上了用场。

社员家各种农具和两轮车、四轮
车（太平车）也被集中到一起。在种庄
稼前，地里要种啥农作物，大家商量着
来。如果社员有异议，社委会组织社
员共同讨论，协商后再统一意见。这
种抱团干农业的模式，也成为生产队
的雏形。

为了让农作物在旱季能浇上水，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选准地方，一
起在田里挖水井。

“水井的直径有两米多，深有一丈
多。”苏万春说，用井水浇地时，大家又
制作了三角支架，架到井边，长竹竿上
吊个木水桶，后边坠上大石头，几个人
轮换着打水，而后通过小水渠流到田
里，解决了浇地难的问题。浇水的农
田，粮食产量明显增加。一亩的小麦，
收成达到 100 公斤，比原来增加了二三
十公斤。

农业生产合作社种的农作物有高

粱、红薯、小麦、谷子等。秋收后，粮食
按照社员的总人口再分下去。

“土地集中了，产量提高了，更主
要的是群众的生活水平提升了。”苏根
庆对记者说，当时，村民都说：“看，苏
保 申 的 面 条 都 吃 不 到 头 儿 。”意 思 是
说，苏保申吃上了白面擀面条，让人特
别羡慕。

为增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副业，
他们还购买了两台被群众称为“脚打
箩”的“机器”，就是有专门的社员给群
众 加 工 面 粉 。 磨 面 虽 然 用 的 还 是 石
磨，但社员用脚蹬的“脚打箩”过筛，要
比以前的手工快很多。

“合作社给别人磨 100 斤小麦，报
酬是 5 斤面粉，面粉归合作社所用。”苏
根庆说。另外，作为军烈属的苏卯义
还带着七八个社员，集中了几亩地，专
门 种 菜 。 菜 地 里 种 有 豆 角 、黄 瓜 、番
茄、南瓜、丝瓜、大白菜等，成熟后供社
员们吃。今年 86 岁的苏铁山也是农业
生产合作社的社员，如今和妻子生活
在市区西湖北街。回忆起往事，他仍
记忆犹新。

“老实人，不识字！”“县里有几次想
提拔他，他没文化，所以一直没有当成
干部。”采访中，熟悉苏保申的苏桥镇北
村社区居民都这样说。

那么，作为北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社
长，苏保申是一个什么的人呢？“他个头
儿中等以上，身材微瘦。”苏根庆回忆。
苏保申有兄弟几人，他是老大，因为家
里穷，他的几个兄弟都逃荒要饭。苏保
申 40多岁时，还没有娶到老婆。

有一年，村民办小学校长苏根庆来
到村农（贫）协主席苏保申的家里。大
冬天，他家低矮的房子里，三个孩子蜷
缩在两边垒有砖头、横摆着木棍的床
上。“你给大队说一下，整点儿麦秸铺上
去，孩子们就会暖和点儿了。”“集体的

东西，俺不能沾一分一豪！”从苏保申的
回答中，可以看出他为人大公无私。

苏保申经常到县里开会。因为不
识字，他在记录会议时，诸如种多少小
麦这种内容，他就在笔记本上画麦穗进
行记录。

1954 年，苏桥北村农业生产合作社
被许昌县评为全县模范社。1956 年，苏
保申又获得了“河南省劳动模范荣誉”
称号，用群众的话说，“他是去过省委的
人”。苏保申还当过村里的党支部书
记、农（贫）协主席、生产队保管。他于
1988 年去世，享年 80岁。

当日，在几位老同志的带领下，记
者来到苏保申家，得知他 52 岁的儿子
苏根得已经去了许昌火车站，准备乘坐

苏桥北村农业生产合作社自 1953
年成立，到 1955 年达到高潮，接着在全
县推广。直到 1958 年，我国成立人民
公社后，生产队代替了农业生产合作
社。

“现在我们苏桥镇北村社区虽然没
有挂农业种植合作社的牌子，但在工商
部门注册了营业执照，准备将 120 亩集
体的荒地、荒坑承包出去，还将通过土
地流转，增加群众收入。”现任建安区苏
桥镇北村社区党支部书记苏景昌说。

近年来，记者在乡村振兴采访过程
中，看到一些村庄也挂上了农业专业合
作社或农业种植合作社的牌子。这些
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和农民入股的方
式，来实现农产品的规模种植、科学种
植，以提高产量和品质。在此基础上，
合作社对其进行深加工和精加工，再经
过质量认证、品牌注册，使这些传统的
农产品以崭新的面貌走向市场。

“我们科室的主要任务是在业务上
指导这些专业合作社的培育和发展。”6

月 13 日，市农业农村局合作经济和集
体经济指导科科长刘晓光说，20 世纪
50 年代成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主要
以农业生产为主，而现在的农业专业合
作社和农业种植合作社，主要是以股份
制公司运营的方式，以市场化为主体开
展经营活动，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也发挥
着积极作用。

许昌市依托特色农业和传统优势，
本着“加快培育一批，积极改造一批，努
力规范一批，着力提升一批”的思路，采
取“宣传引导，培育改造，规范提升，优
惠扶持”等办法，大力培育发展农业专
业合作社，有效促进了全市农业专业合
作社稳步健康发展，正在成为发展现代
农业、促进农民增收、繁荣农村经济、实
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走合
作化道路的历史洪流中，苏桥北村成立
的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发展农业
生产、改善农民生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
作用。

苏保申成为“河南省劳动模范”

许昌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立（下）

共同富裕，走出农业生产新路子

如今的农业专业合作社抱团闯市场

□ 记者 黄增瑞 通讯员 范鸿仪 文/图

苏根庆（左）和苏万春在回顾往事。

苏桥北村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后，在苏保申、苏录瑞和苏卯义的带领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又是如何开展运作
的？取得了哪些明显的成绩？

如今，一些农村成立的农业专业合作社，与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又有哪些联系？本版将一一为您进行解读。

11 时的火车到苏州打工。而苏根得的
家里，还有一个胳膊残疾的妻子和一
个 19 岁的儿子。说起其父当年获得河

南省劳动模范的事，苏根得在电话里
对记者说，前些年搬家，他父亲留下的
奖章和照片等资料全部丢失了。

许昌市农民专业合作社现状

近年来，许昌市紧紧围绕提升
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以发展壮大
农民专业合作社为重点，按照“因
地制宜、积极培育、规范引导、稳步
发展”的方针，通过加强领导、注重
引导、强化管理、高效服务等措施，
使农民专业合作社得到快速发展，

为全市现代农业发展起到了积极
的促进作用。如今，许昌市在工商
部门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有800多家，入社成员2.32万人，带
动农户数17.2万户，基本形成了多
产业、多层次、多形式、多领域的专
业合作经济发展格局。今天的苏桥镇北村社区，文化氛围浓郁。


